
偶爾刷到一個短視頻，名《一句話概括深圳
一個區》，對鹽田是這樣描述的：鹽田區，深
圳的世外桃源，東方夏威夷，中國的海運中
心，三分之一的國貨都是從這裏起航走向世
界。寥寥數語，鹽田的大美山水和大港氣派就
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讓人印象深刻。
坊間流傳一句調侃：戀愛在鹽田，婚姻在福

田；福田負責吃飯，鹽田負責浪漫。何來此
說？想必是鹽田特有的自然風光和文史傳統，
比作為中心城區的福田更具生活品質。據自己
數次到鹽田「遊山玩水」的體會，鹽田的浪
漫，或許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人文厚重，水
遠山高。
鹽田是一個新區，1998年才從羅湖區分拆

成立，卻取了個老地名。這個地名是如此之
老，以至於在嶺南人文歷史演進中具有某種標
本意義。自北宋至明中葉，今天的深圳香港一
帶是以製鹽業聞名的，陸續開設了官富、東
莞、歸德、黃田、疊福等五大鹽場，並以鹽場
為中心集聚相關產業和貿易，帶動商埠、碼頭
和墟市的發展。所以，鹽田之名可以追溯到古
代製鹽業鼎盛時期，康熙《新安縣志》即有鹽
田圩、鹽田村、鹽田逕等地名。
上世紀二十年代鹽田區域內開始設立現代行

政建制，但名稱屢經變更，先後有過沙頭角
鄉、鹽田鄉、東和鄉、南天門公社、三洲田公
社、沙頭角管理區、沙頭角鎮等。這些地名，
大致反映了鹽田的地域特徵及不同歷史階段發
展重心的轉移。
鹽田地形地貌多樣化，北部山地地貌帶向南

部海岸地貌帶徐徐鋪展，群峰環繞，山海相
間。始則崖高坡陡，林深草密；繼則沙灘潟
湖，堤岸綿延；終至入海，萬頃碧波之上，大
小島嶼星羅棋布，與香港印州塘海岸公園融為
一體。深圳稱鵬城，是一座特色鮮明的南國都
市，有了福田的高樓大廈和車水馬龍，還要有
鹽田的水遠山高和歷史縱深，才構成完整的鵬
城印象。
鹽田作為深圳市九個行政區之一，存在感是

比較弱的。面積小（74.99平方千米）是一個原
因，關鍵還是人口少（21.42萬人），GDP佔

比小（2,760.49億元）。福田的面積（78.66平
方千米）與鹽田差不多，人口和GDP卻是它的
七倍。然而，鹽田因其特殊的歷史機緣和地理
優勢，以蕞爾之地，擁有了幾張「深圳之所以
成為深圳」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
一號名片鹽田港。特殊的山形地貌，造就了

鹽田灣。作為大鵬灣自西向東深入陸地的一個
內灣，鹽田灣靜臥在深港群峰眾嶺之間，波平
如鏡，島嶼錯落，像一彎峨眉凝望着南國星
空。以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為代表的鹽田港
區，一直是深圳及華南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的
晴雨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起步，不到20年
就實現累計集裝箱吞吐量過億。近10年來，
鹽田港集裝箱吞吐量增加33%，穩居世界第
一。同時，率先實施碼頭岸電系統改造，三度
獲評「全球最佳綠色集裝箱碼頭」。
二號名片中英街。沙頭角村一分為二，一邊

是深圳沙頭角，一邊是香港沙頭角。多年來，
兩邊的沙頭角都闢有禁區，中英街就位於禁區
之中。這條長不過250米、寬不過三四米的小
街，深港各佔一半，街心立有界碑石，街邊商
店林立，體現出「一街兩制」的歷史景觀和文
化風情。走進彎彎曲曲的小街，彷彿走進中華
民族風雨百年的時間隧道。中英街作為「深圳
八景」之一，被國家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授予
「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稱號。
三號名片大梅沙。深圳最早開發的公眾泳

灘，同時是著名的人類文明遺址。大梅沙遺址
位於大梅沙村前的海灣沙堤上，為新石器時代
中期及周代的遺址，表明距今四五千年前就有
人類在這裏繁衍生息。以大梅沙海灘為中點，
一條長達19.5公里的海濱步道，橫臥於山海之
間。棧道西起中英街古塔公園，沿海岸線串聯
起沙頭角、鹽田港、大小梅沙。漫步其上，灣
回路轉，心隨景遷，微風輕拂中，碧波蕩漾
處，大大小小的島嶼也變得生動起來。
四號名片三洲田。三洲田是一個低山丘陵盆

地，西起梧桐山脈，東鄰大鵬山脈。梅沙尖與
馬巒主峰相峙而立，宛若雄偉的南天門，守護
着這片富有英雄情懷的煙火人間。這裏曾經是
由一些自然村落組成的山寨，歷史源遠流長，

民風純樸慓悍。孫中山1900年（農曆庚子
年）在此發動武裝起義，打響辛亥革命第一
槍。如今，三洲田水庫碧波靜臥，灣汊橫逸，
庚子首義的遺蹟，掩映在宗祠碉樓、老井水
塘、古木棧道的斑駁苔痕中。透過東部華僑城
的現代化遊樂設施，隱約可見散布於馬巒古村
落的嶺南民居。這些有着600多年歷史的客家
民居保存完好，被開發成農家樂，特色餐食遠
近聞名。
五號名片東部華僑城。據說，東部華僑城

2007年7月28日項目一期向公眾開放的當
天，就收回了35億元的投資成本。這個集觀
光旅遊、戶外運動、科普教育、休閒度假、生
態探險於一體的龐然大物，從開工到推向市場
不過短短三年。穿行在各大板塊之間，大俠
谷、茶溪谷、雲海谷、主題酒店、天麓大
宅……處處讓你驚艷，充滿想像空間。作為一
個超大型的綜合性都市山地主題休閒度假區，
東部華僑城融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
於一體，充分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並
由此成為環境保護部和國家旅遊局共同推出的
首個國家生態旅遊示範區。
梅沙尖位於鹽田區中部，遠望如巨大尖錐從

逶迤的山嶺中挺拔而出。當我站在梅尖頂上，
東臨綿延起伏的馬巒群山，西倚獨步鵬城的梧
桐三峰，北望三洲田水庫，南眺鹽田港碧波，
天高地闊，心曠神怡。腳下古木藤蔓纏綿，彷
彿在向我訴說這方水土久遠的故事。東部華僑
城的歐式城堡和半山別墅群，與中英街老店舖
遙相呼應。山路穿過密林，若隱若現，蜿蜒而
去。遠方山水相依，海天一色，分不清哪是深
圳哪是香港。一陣回憶與思念，伴隨人事感
懷，如潮水般湧來……

遙看大港入雲天 百嶼熨波鷗鷺閒
滿目青山環綠水 幾多滄海化桑田
晴空萬里因君洗 老蔓千秋為我懸
饒是熏風知客意 一絲一縷一纏綿

少年時看書，羅爾綱的《師門五年
記》影響我甚大。後來入報界，跟了一
位通俗小說家司空明學習編輯，口呼他
為「師父」。
羅爾綱（1901-1997）在中國公學畢

業後，橫在他眼前有兩條路，一條是搞
創作，另一條是從事學術研究。躊躇難
決之際，他寫了一封信給校長胡適。胡
適正需助理，於是羅爾綱得以登堂入
室，入胡門，搞起學術來，終成一代歷
史學家。我雖隨司空明學習編輯，其
實，最重要的還是他教我寫小說的方
法。司空明有名火爆，但他對弟子，卻
是不錯的。他逝世後，我在報端也寫了
篇《師門辱教記》，向羅爾綱致敬。
江湖傳言，薛興國是古龍的弟子。薛

興國拿出一本書，是丁情寫的《我的師
父古龍大俠》（香港：豐林文化，
2016），說：「有我一篇文章，你看看
吧。」是他為這書寫的一篇短序。一看
之下，不禁啞然，寫的筆法竟是「古龍
式」，用了古龍「詭譎多變」的伎倆。
題目是〈我的朋友〉，內文說：「古龍
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兄弟」，換
言之，也不是「古龍的徒弟」。他說：
「我從第一天認識他，醉臥在他當時的

永和家中，他就一直稱我為興國老弟。
所以，他是我的老兄。」
既互稱為「老兄」和「老弟」，那就

是兄弟了？薛興國借用古龍一篇文章
說，「不是，就是『是』，天下再也沒
有比『不是』更『是』的事了。」因
此，古龍對他什麼也「不是」，他的作
品是「是」就行了。
這是「胡扯」？是「哲語」？那也不

必深究，薛興國是古龍的「捉刀人」，
那才是「是」。在兩人飲得酩酊大醉
時，古龍「教我用散文的方式來寫影
評，他叫我在他喝醉時替他續稿。」所
以，古龍後期的作品，「覺得如果刪掉
那一兩千字一點也不會影響故事的發
展，那些廢話，有可能出自人人口中的
古龍徒弟薛興國的代替。」
薛興國時乃編輯，作者缺稿，他握管

替之，是「理所當然」的事，是否可視
之為「徒弟」，那也不必深究。古龍的
真正徒弟，丁情當之無愧。
丁情原名蔣慶隆，本在影視圈由武

行、替身、演員、武指到導演。由此結
識了古龍。古龍手受傷，用口述，他抄
寫，再經古龍指導而創作了一些作品，
甚具古龍風格。而丁情也恭恭敬敬地呼
他為「師父」。
古龍1985年逝世後，丁情停筆，六

年後重踏江湖，寫武俠；那些篇名也古
龍得很，如《西門無限》、《流星前
夕》、《小刀悲情》、《殤之飛刀》
等。
這部回憶錄，除了有薛興國（他是筆

者朋友，不是師父也非徒弟），還有一
些後輩如九把刀、喬靖夫慨然寫序，書
正如倪匡的二分法：真的好看，非不好
看。
當年的編輯歲月，確勾起我不少回

憶，人人都有一個師父，口中沒有「師
父」，心中都有一個師父。
師父是際遇，也是影響你一生的人。

2022年4月27號，資深藝人曾江離世，佢其
中一單最為人樂道嘅嘢係佢晚年嗰陣對「死」
嗰番獨特見解——至緊要「好死」，今日就同
大家分享一下：

我唔知道我同老伴邊個走先，但心理上有呢

個準備；冇關係，大家講清楚走咗之後點樣，
因為一定要經過，冇得走，亦都走唔甩。我知
道呢一日會嚟，所以我唔怕，我至怕係病得好
耐，佢好慘，我都好慘，快快趣趣收工冇問
題，如果一病就十年八年，佢點搞呀？

要你病五年，你又辛苦，屋企又辛苦，銀紙
又辛苦，乜嘢都辛苦；如果你病兩個禮拜瓜
咗，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一日，更加
好！

死，每個人都會經過；最緊要我哋老人，應
該最希望，可以做到嘅就係，死得舒服啲…係
咪？幾過癮吖，希望「好死」呀，真係㗎，唔
係講假㗎！
「好死」一詞雖然有個死字，但絕對唔係一

個惡毒嘅咒語。能享天年、死得安詳嘅所謂
「善終」，中國人認為係莫大福氣。呢種「美
滿/美好」嘅結局就係叫「好死」。
究竟可唔可以「好死」，中國人一般相信呢

啲係要修返嚟嘅，如果一生無惡不作，咁就多
數「冇得好死」（不得好死），唔通：

眾善奉行必好死，多行不義無葬地
有一種死叫做「惡死」，有兩個意思。

「死」帶極嘅意味，所以「惡死」其中一個意
思係極其兇惡，多數形容人好難相與，喐啲就
鬧人鬧到癲，真係係人都怕咗佢。咁睇，
「惡」可以引申到有難嘅意思，所以「惡死」
另一個意思就係難於死去，意味着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死極都死唔去，咁即係長時期留喺
世上受苦。如果話某人「惡死」，除咗話佢好
惡之外，仲有多少咒詛。
舊時啲老人家，如果晚景淒涼，除咗自怨自

艾一番，都會話「臨老唔過得世」或者「臨老
過唔得世」，意思就係老咗嗰陣唔能夠好好咁
度過餘生——正常咁生活落去，唔係生活拮据
就係百病纏身。有人都會用呢句嘢嚟咒人。
「養兒防老、積穀防饑」係中國傳統觀念，

但係呢種諗法已經過時。現今世代，仔女大咗
尤其已經有咗自己嘅家庭，對父母多數疏於照
顧甚至冇理。如果做父母嘅有上面嘅諗法，落
空機會就好大，所以好多父母早早開始為將來
打算；正所謂「親生仔不如近身錢」，就係唔
想搞到「臨老過唔得世」，即係「衰收尾」。
有體弱多病嘅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者因為唔

想「累人累物」——拖累屋企人、虛耗社會醫
療資源，多數會咁講：

唔好留響度「獻世」
有苟延殘喘、活受罪嘅意味。又或者有啲人因
為種種原因而極度不受歡迎，有人都會咁樣話
呢等人。
「獻世」唔係對世界有貢獻咩，點解會有貶

義㗎？原來「獻」嘅本字係「牽」，「牽累」
個「牽」，又世界包括「人」同「物」，咁
「獻世」即係話「累人累物」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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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身處於北方，每每還未到日
暮，你便會看到月亮早已在高高的蒼
穹冒出了頭來，伺機想要吞噬掉整個
世界。這樣的景致，似乎成了北地歷
來的特色，恢弘而磅礡。
和北方有所不同，南國的月色似乎

總是和山水有緣的。在我的家鄉重
慶，常多茂林幽谷，山川相繆，鬱乎
蒼蒼，那月亮好像是從遠遠的山腳邊
慢慢地長起來的。我的老家門前是片
竹林，屋後是片悠然躺着的土地，土
地的盡頭是綿延的松柏林坡，松柏林
側，有溪水汩汩地流着。所以每至夜
暮時分，總能愈發地感受到「明月松
間照，清泉石上流」的自然畫面來。
月下的故鄉，是和諧的，充滿了意

趣。晚風是清清爽爽涼涼的，一陣一
陣地親吻着人的肌膚。一枚新月似一
朵白梨花掛在穹宇，月華似水一瀉千

里，給整個世界籠罩上了一層蒙蒙而
詩意的美。我曾在夏日的傍晚聽蟬
鳴，我也在秋天的夜裏聽過蟋蟀歡
歌，我也曾在月色迷人的晚上和家人
們圍坐在院裏聊着家長裏短，那些無
數個有月光相伴的夜晚無疑成為了我
生命裏最難忘的記憶。
月下的故鄉其實並不靜謐，因為有

金琵琶在幽幽私語，有紡織娘在
「吱—吱—吱」地忙着活兒。我並不
知道古代織布的女子們是怎樣織布
的，但聽到紡織娘的歌聲後，很容易
地就能想像到古代的那些紡車聲中的
情景有多麼熱鬧的了。樹上的黃鶯這
會兒倒是安分了不少，畢竟，夜的舞
台不屬於牠們，牠們已歡騰了一整
天，也會累，也需要休憩。
月下的故鄉，給人一種純粹的美。

群山默默不語，溪水輕輕流淌，深邃

的夜如帷幕般將它們悄悄包圍着。那
包繞彷彿並不是束縛，而是守護。生
活在其中的人，更是樸實善良，你為
我分擔苦痛，我同你分享快樂和喜
悅。互幫互助，相親相愛，和和美美
而無猜忌是故鄉人最純粹的地方。
今夜又見雲間皎皎的明月光，只不

過是在北方的冷峻寒冬裏，我與故鄉
終究是隔了千萬里。此時的月，並非
故鄉月，明亮到只剩下無盡的神傷！
其實北方的月也很有特色，宏闊壯
麗，獨佔一方寶地，可似乎還是無法
走進心裏。到底我是個他鄉客，會有
思親念鄉之時，難免情深不自持。對
於故鄉、故土、故人，惟有一懷濃濃
的鄉愁可供我品嘗的了。所有的深
情，在此刻如潮水暗湧，故鄉的面貌
變得惆悵，料想此時，定有一輪明月
邂逅了我可愛的故鄉……

故鄉的月亮
◆管淑平

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
下，初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
傳授陽宅風水及文王卦。直到 2013
年，通過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
學，依此因緣，公開奧秘，望有緣人
得到裨益。
自從宋太宗趙匡義對遼征戰大敗

後，宋朝的積弱，聞遼色變似乎變成
定局。而宋真宗承接了江山後，怯弱
的心態更是明顯非常！
而宋真宗亦可能是宋代名字改名最

多的皇帝了！分別由趙德昌，姓名五
行組合「辛戊乙」，趙元休，五行組
合「辛辛癸」，趙元侃「辛辛乙」，
及至最終的趙恒，五行組合是「辛
庚」！
當然這種聞遼色變的心態，從姓名

學中也可看出端倪！其學理也非常簡
單。首先，每個人的姓名最後一個字
代表外卦，即外在因素，競爭者與陌
生人！
故 1）趙 辛 2）趙 辛 3）趙 辛 4）趙 辛～自己

德 戊 元 辛 元 辛 恒 庚
昌 乙 休 癸 侃 乙 外敵
外敵 外敵 外敵

因此在趙德昌時期，心態最平𧗾 ，
覺得外族與之通好也無妨，乙木理順
戊土（內卦），自覺也能掌控外族，
因辛金克乙木。當改名為趙元休後，
心態明顯改變，因為辛我生癸（外
族、 競爭者），願意姑息對方！但改

成趙元侃「辛辛乙」，卻心情矛盾，
便猶豫不決，自覺可辛金克乙木，可
克制強敵。可惜很快又改了趙恒，自
己趙氏是細金「辛」，而外敵則是強
金「庚」，較自己強，聞遼色變就此
形成定局了。
而當時的政治環境如下：燕雲十六

州是中原的天然屏障，直接關係着中
原的安危，中原王朝從後周柴榮開
始，就開始與遼爭奪燕雲。趙匡胤建
立北宋後，國力無法與遼抗衡，就採
取了先南後北的方針。他曾積極儲存
錢帛，準備或以贖回的方式收回，或
用這筆錢作軍費，以武力攻取燕雲。
其弟宋太宗趙光義統一北漢後，就親征
伐遼，要乘勝收復燕雲。宋軍初戰時極
為順利，一直打到幽州，但遼軍苦守堅
城，幽州久攻不下。太宗率軍在高粱河
與遼國援軍展開激戰，結果在遼援軍的
夾擊下大敗。太宗身中兩箭，匆忙乘驢
車逃走。幾年後，太宗趁遼國聖宗幼
小、母后蕭太后專政的機會，兵分三路
北伐遼國。但由於東路軍不顧進兵計
劃，貪功冒進，宋軍大敗。
宋太宗兩次伐遼失敗，朝廷內外談

遼色變，宋政府採取妥協退讓政策，
在河北沿邊的平原上廣修河渠池塘，
廣植水稻和柳、榆林，阻擋遼國的鐵
騎。宋真宗即位後對遼更是以和為
貴。遼軍見宋朝軟弱可欺，就不斷遣

兵南下，威脅宋廷。只是由於大將楊
延昭等人奮起抵抗，遼軍才無法長驅
直入。
1004年，遼國再次南侵。遼聖宗及

蕭太后親披甲胄，督軍30萬，大規模
南下，深入宋境內地，直抵澶州北
城，離北宋首都東京只有一河之隔。
告急的消息不斷地傳到已經當了宰相
的寇準那裏，一個晚上竟來了五次。
寇準不慌不忙，只說聲「知道了」，
照樣喝酒下棋。宋真宗慌忙把寇準叫
來，問：「大兵壓境，怎麼辦？」寇
準說：「這好辦，只要五天時間就夠
了。」沒等真宗再發問，寇準接着
說：「現在只有陛下親自出征，才能
長我軍士氣，滅敵人威風，我們就一
定能打敗強敵！」站在旁邊的一些大
臣聽後都慌了，怕寇準也讓自己上前
線，都想趕快走開。
宋真宗也是個膽小鬼，聽了寇準的

話，臉都嚇白了，就想回皇宮躲起
來。寇準鄭重地說：「您這一走，國
家的事沒人決斷，不是壞了大事了
嗎？請您三思！」在寇準的堅持下，
宋真宗才平靜下來，商量親征的事。
過了幾天，遼軍的前鋒已經打到了澶
州（今河南省），情況萬分緊急。同
平章事王欽若趁機勸宋真宗遷都避
敵，寇準據理力爭，宋真宗才答應親
征。


